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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医患供需关系看中西医结合临床人才培养方向

毛#平#孔令青#张#莹

##人才的培养是学科发展的基础& 通过了解人才结

构与社会需求关系"可以从现实角度体现出学科存在

的价值&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曾于
!""!

年委托中国中

西医结合学会进行国内外结合医学发展调研"收回的

项目数据显示"结合医学临床应用广泛'疗效越来越得

到患者的认同*我国基层
D"J MH"J

是采用中西医结

合方法防治疾病"深得群众的信任*结合医学教育渐成

体系'持续升温"通过院校教育'西医学习中医班和中

医学习西医班等多种形式扩大了中西医结合临床人才

的队伍-

#

.

& 近两年的相关研究显示"目前我国中西医

结合人才培养"由于产出量不足'执业政策限制以及晋

升困难等原因"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"阻碍了学科的发

展-

!

.

& 与
!""!

年的调研时隔
#"

年"为了了解目前我

国中西医结合临床人才的结构和社会需求情况"中国

中西医结合学会创新团队经过参考相关人才需求调研

文献-

$

$

E

.及专家讨论"申报并获批了中国中医科学院

的自主选题项目"对目前国内中西医结合人才现状与

社会需求的供需关系进行局部地区试点调研& 课题团

队通过专家论证会讨论最终选取北京'上海'广州和深

圳
I

个经济水平相对均衡的地区进行随机抽样"调研

该地区中医医院和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中西医结合临床

人才与社会需求的供需关系&

#

#研究方法#采用随机抽样 $问卷调研方法&

本次调研范围选取北京'上海'广州和深圳
I

个城市作

为试点调研地区"随机抽取调研患者和医师的医院各

#"

家& 课题前期第
!

次立项讨论会时"考虑到目前我

国西医医院很少有中西医结合医师"所以专家建议本

次课题去除原计划调研对象中医医院'西医医院和中

西医结合医院中的西医医院部分"最终确定调研范围

为该地区的中医医院和中西医结合医院"两类医院数

量比为
#

%

#

&

医院的抽取方式为随机选择"具体方法为使用抽签

的形式进行简单随机化& 问卷调研对象的选取方式亦

为随机抽样"即随机抽取两个工作日"到调研地区获取

该医院全部调研结果& 调研问卷分为调研患者的问卷

和调研临床医师的问卷两种& 每家医院调研患者
#""

例" 调研医师
#""

名& 总计发出调研问卷
! """

份$调

研患者问卷
# """

份和调研临床医师问卷
# """

份%"

在调研公司合作下共同完成"最终回收问卷
! """

份&

在调查表返回调研公司后"采用双人双次录入的方式减

少可能发生的错误"形成完整的数据库& 数据交由第三

方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进行统计

分析"以保障数据分析的科学性和可靠性&

!

#研究结果

!

!

#

#患者的需求

!

!

#

!

#

#患者就诊首选医师类型需求#本次调研

抽取
#"

家医院$中医医院和中西医结合医院各
G

家%

的患者进行随机调查"通过现场问卷的方式了解当前

社会老百姓就医时对中西医结合医学的需求情况"从

而明确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的社会需求背景& 在本次

调研范围内所有的患者中有
$H

!

IJ

$

$HIF# """

%的患

者在平日就诊时会选择中西医结合医师"其次是选择

中医医师
$$

!

%J

$

$$%F#" ""

%'西医医师
H

!

%J

$

H%F

# """

%和没有特别偏好
#H

!

HJ

$

#HHF# """

%&

按
I

个城市进行单独统计$图
#

%"本次调研范围

内的中医医院就诊患者和中西医结合医院就诊患者

中"广州和北京的患者在平时就诊时选择中西医结合

医师的更多"而深圳和上海的患者选择中医医师的较

多*按中医医院和中西医结合医院划分进行单独统计

$图
!

%"本次调研范围内的中医医院就诊患者选择中

医医师的较多"中西医结合医院就诊患者选择中西医

结合医师的较多&

!

!

#

!

!

#患者对医师学历的需求#我们在调研问

卷中设计了患者认为医师应具备的最低学历选项"选

择大学本科的患者占
GI

!

"J

$

GI"F# """

%"选择硕士

的占
!I

!

$J

$

!I$F# """

%"选择博士的占
##

!

GJ

$

##GF# """

%和选择大专的占
#"

!

!J

$

#"!F# """

%&

按不同医院类型具体分析"中医医院就诊患者认

为医师应具备的最低学历选择大学本科的患者占

GH

!

"J

$

!%"F G""

%"选择硕士的占
!!

!

IJ

$

##!F

G""

%"选择博士的占
E

!

EJ

$

$$FG""

%和选择大专的占

#$

!

"J

$

EGFG""

%*中西医结合医院就诊患者认为医师



!!!&'$!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
!"#$

年
%

月第
$$

卷第
%

期
&'()*+

"

,-./-01-2 !"#$

"

3456 $$

"

74

!

%

##注#

N

为广州*

O

为北京*

&

为上海*

B

为深圳

图
#

$按地区划分的患者就诊需求情况

##注#

N

为中医医院*

O

为中西医结合医院

图
!

$按医院类型划分的患者就诊需求情况

应具备的最低学历选择大学本科的患者占
G"

!

"J

$

!G"FG""

%"选择硕士的占
!E

!

!J

$

#$#FG""

%"选择

博士的占
#E

!

IJ

$

H!FG""

%和选择大专的占
D

!

IJ

$

$DFG""

%& 可见总体和单独分析患者对医师学历的

需求最低都是本科&

!

!

#

!

$

#患者对医师职称的需求#到本次调研范

围内医院就诊的患者选择专家号$高级职称%的患者

占
I$J

$

I$"F# """

%"其次是选择普通号$中级职称%

的占
$HJ

$

$H"F# """

%"选择专家号$副高级职称%的

患者占
#IJ

$

#I"F# """

%"而选择特需号的只占
GJ

$

G"F# """

%&

以上是从本次调研工作的患者调研部分"分别从

患者就诊首选医师类型的需求'对医师学历的最低需

求和对医师职称的需求三方面进行调研"说明了
I

个

城市抽调范围内到中医医院和中西医结合医院就诊患

者的需求分布&

!

!

!

#中西医结合临床人才现状

!

!

!

!

#

#中西医结合临床人才比例$图
$

%#在对

本次调研范围内
#"

家医院$中医医院和中西医结合医

院各
G

家%的医师进行调研过程中"通过问卷的方式了

解到中西医结合临床人才的现状& 各医院中具有中西

医结合医师资格的医师数量与临床医师总数比平均值

为
G

!

HJ

$

GHF# """

%*各医院实际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

人员数量与临床医师总数比平均值为
ID

!

$J

$

ID$F# """

%& 按中西医结合医院和中医医院分别统

计"在中西医结合医院中"中西医结合医师的平均比例

为
$

!

EJ

$

#HFG""

%"实际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医师平

均比例为
$G

!

"J

$

#DGFG""

%*在中医医院中"中西医结

合医师的平均比例为
H

!

"J

$

I"FG""

%"实际从事中西医

结合工作的医师平均比例为
G%

!

EJ

$

!%HFG""

%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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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
$

$中西医结合人才比例

!

!

!

!

!

#中西医结合临床人才学历情况#本次调

研范围内的所有医院中西医结合医师的平均学历百分

比分布中"最多的是具有硕士学位的医师"约占

EG

!

GJ

$

$HFGH

%"其次是博士占
!"

!

DJ

$

#!FGH

%和本

科占
#$

!

HJ

$

HFGH

%&

!

!

!

!

$

#中西医结合临床人才职称情况#本次调

研医院中的中西医结合医师职称情况"最多的为中级

职称占
$D

!

%J

$

!!FGH

%"其次是初级职称占
$!

!

HJ

$

#%FGH

%"正高和副高职称的人员较少"约占
#$

!

HJ

$

HFGH

%和
#G

!

GJ

$

%FGH

%&

以上是从本次调研工作的医师调研部分"分别从

具有中西医结合医师资格医师比例与实际从事中西医

结合工作医师比例'中西医结合医师学历情况和中西

医结合医师职称情况三方面进行调研"说明了
I

个城

市抽调范围内到中医医院和中西医结合医院中西医结

合临床医师的现状&

$

#结论

$

!

#

#中西医结合临床人才比例与患者需求关系

#由以上调研结果可见"在本次调研的中医医院和中

西医结合医院范围内"患者总体有
$H

!

IJ

$

$HIF

# """

%的人数在就诊时首选中西医结合医师& 假设

按照每名医师对应一个患者来计算"平均每家医院需

要有约
$H

名$每家医院
#""

医师为基础%中西医结合

医师才能满足患者的就诊需求& 但是"各医院医师种

类分布情况结果显示"中西医结合医师总体平均值是

G

!

HJ

$

GHF# """

%"平均每家医院不到
E

名中西医结

合医师"远远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*需要进一步扩大中

西医结合医师队伍的建设& 目前学院教育的道路理论

上能够在人力资源层面提供较为充足的后备力量-

!

.

"

但由于以下原因导致了当前中西医结合临床人才严重

缺乏#$

#

%首先是执业问题& 在本次调研工作中我们

了解到"在(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)颁行后"强

化了医师执业范围的概念和管理办法"导致各地方管

理部门对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的执业范围解释不同"

产生了很大的歧义& 许多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认为自

己应该既可以从事中医工作$在中医医院或科室工

作%"也可以从事西医临床工作$在西医医院和科室工

作%"而且一直是这样执行的& 但很多执法部门认定

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只允许在中西医结合科执业"并

以此展开执法& 在西医医院或中医医院工作的中西医

结合人员如果不符合此项规定"就属于非法行医& 而

且"由于我国目前的中西医结合医院数量不够"医院的

规模小'级别低'吸引力不强"而在综合医院几乎很少

设立中西医结合科室"中医医院也不会专设中西医结

合科室"造成无论中西医结合医院和中西医结合科室

都无法吸纳更多的中西医结合专业人员"这就大大压

缩了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的就业空间"使许多优秀的

中西医结合人才被迫改行'转业"甚至失去工作"这是

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& $

!

%其次是培养方式& 在中西

医结合学科形成的初期"大量的西医高端人才响应国

家政策"开始进行西医学习中医的系统学习& 这种方

式从质量上保障了医师的基本素质和业务水平"在中

西医结合领域进行高层次的研究和发展"对推动学科

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& 近年来此类学习模式严重

萎缩"阻碍了中西医结合临床人才队伍的建设"单独依

靠学院式教育并不能满足社会和学科发展的需求&

以上两大问题从人才的产出与准入直接影响了现

阶段中西医结合人才的培养"阻碍了人才队伍的建设&

除此之外"还有政策方面的因素以及教育培养工作等

相关问题"都是导致目前中西医结合临床人才无法满

足社会需求的原因所在&

$

!

!

#中西医结合医师学历情况#本次调研范围

内的中西医结合医师学历情况比例占最高的是硕士"

占
EG

!

GJ

$

$HFGH

%"这可以满足患者对中西医结合医

师学历的最低需求中占比例最大的选项///本科

G

!

IJ

$

GIF# """

%& 可见目前临床工作的中西医结合

医师的学历普遍高于社会需求"这也体现了中西医结

合专业教育高层次的优势&

目前在我国学院教育体系中"中西医结合专业以

本科五年制教育为主体"七年制教育较少"培养人数不

足"从教育的系统管理上存在着一定的问题"需要从国

家的层面完善中西医结合专业硕士'博士和博士后教

育工作"在大力发展中西医结合专业五年制的基础上"

扩大七年制教育的队伍&

$

!

$

#中西医结合医师职称情况#在医师职称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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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

级分布上"患者需求比例占最高的选项是高级职称"占

I$J

$

I$"F# """

%"然而中西医结合医师目前职称分

布情况以中级职称
$D

!

%J

$

!!F GH

% 和初级职称

$!

!

HJ

$

#%FGH

%为主"并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& 从具

体调研和相关文件我们了解到"目前中西医结合医师

职称水平偏低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原因#首先是全国统

考中级职称专业的设置& 我国目前中西医结合专业职

称晋升中级全国考试只有中西医结合内科'中西医结

合外科和中西医结合骨伤科
$

个专业类别"从事其他

专业的中西医结合医师没有晋升途径"迫使一部分优

秀的中西医结合临床人才转向中医专业或西医专业职

称& 这对于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是非常不利的"并且

对青年中西医结合人才发展的积极性造成非常大的打

击"也是造成当前临床人才比例中中西医结合人才紧

缺的一个主要原因& 其次"由于中级职称已经在专业

选择上限制了中西医结合医师的晋升"仅有的
$

个专

业类别医师在参加高级职称社会评审时缺乏该领域相

关专业的评审专家"势必也会进一步影响到中西医结

合临床人才的晋升&

通过本次课题调研范围内中西医结合医院和中医

医院获得的数据进行汇总'分析与讨论"结果充分地展

示了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社会需求性和重要性& 同时"

我们也发现当前社会需求与中西医结合临床人才现状

的供需关系总体是供明显小于求"中西医结合临床人

才的现状远不能满足患者就诊的需求&

基于上述问题"我们提出以下几条建议#$

#

%建

议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(中华人民共和国

执业医师法)中"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医师执业准入问

题进行注释"允许中西医结合专业医务工作者进入

综合医院和中医医院中的中医科室'西医科室和中

西医结合科室工作*$

!

%建议加强中西医结合医院和

中西医结合科室的建设& 通过建设大规模'高级别'

高水平的中西医结合医院"以及在综合性医院和中

医医院中设立中西医结合科"更好地促进中西医结

合专业的发展"通过其学科特色更好地为更多患者

服务*$

$

%建议相关部门尽快增设全国统考中级职称

中西医结合相关专业"加强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的管

理*$

I

%建议在保留现有的五年制中西医结合专业教

育的基础上"增加七年制
F

八年制教育的模式和数量"

提高中西医结合人才的整体水平"保留准许中西医

结合专业本科生
F

硕士申报西医专业'中医专业和中

西医结合专业硕士
F

博士的设置*$

G

%建议国家继续

提倡+西医学习中医,和+中医学习西医,的在职培养

模式"恢复组织相关的继续教育工作"并且呼吁建立

完整的教育体系"给予对西医学
F

中医学感兴趣的中

医
F

西医高端人才学习的机会"对完成培训的人员从

经费和待遇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*$

E

%建议加强中

西医结合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教材编写的规范化建

设"开展不同地区编写教材的交流活动"编排突出中

西医结合专业的特色实用教材&

希望通过我们本次课题中发现的问题及提出相关

解决方法"对更好地培养和扩大中西医结合人才队伍

发挥积极的作用以满足社会和患者的需求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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